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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重新认识毛泽东》是一部有着独特逻辑结构的著作。
作者以倡导毛泽东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为宗旨，以重新认识毛泽东为主线，分四卷二十二章对毛泽东
研究中的一些热点、难点、重点问题阐发了自己独到的看法。
“卷一”是“新维度：毛泽东哲学再认识”，对毛泽东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哲学与实践
唯物主义、毛泽东哲学与儒家中庸思想、毛泽东的一元真理观、毛泽东的政治意识观、毛泽东的个性
观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还把价值学维度引入《实践论》《矛盾论》研究，并站在新高度总结了
毛泽东倡导的人民群众学哲学用哲学活动的经验教训。
“卷二”是“新反思：晚年毛泽东再研究”，着力探讨了毛泽东晚年探索中的某些重大问题，对晚年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晚年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观、晚年毛泽东改造哲学体系的基本
思路、晚年毛泽东关于人民主体地位实质化的基本思路等问题进行了再认识。
“卷三”是“新思路：毛泽东邓小平之比较”，对毛泽东邓小平比较研究的历史、现状及趋势进行了
反思，还重点就毛泽东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的哲学前提、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构想以及社会发展道路
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的尝试。
“卷四”是“新视野：建构‘毛泽东学’”，对毛泽东学建构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
这部著作的体系编排反映了作者毛泽东研究的心路历程。
作者的毛泽东研究是从毛泽东哲学开始的。
1989年在写作《中国当代哲学》一书时，产生了研究晚年毛泽东的浓厚兴趣，遂把硕士毕业论文的题
目确定为“论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1993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晚年毛泽东
的艰苦探索》一书，可以算是作者对晚年毛泽东研究的代表作。
晚年毛泽东的研究不可能不联系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以，从1993年以后开始了
毛泽东邓小平的比较研究，1995年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思想比较研究”给
了我们课题组（作者是该课题组重要成员），使作者的这一研究更加系统化。
多年的毛泽东研究使作者觉得有必要进行毛泽东学基础理论的思考。
因此，从1995年开始，建构毛泽东学体系的问题也一直是他学术研究的兴奋点。
《重新认识毛泽东》一书中的二十二章内容，实际上是作者在近10年来所写文章的集合，基本上是作
者近10年来心路历程的逻辑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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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立胜，1963年生，山东莒南县人。
法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大学毛泽东邓小平研究中
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理事。
1985年毕业于临沂师范学院政史系，1991年山东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同年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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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卷一　新维度：毛泽东哲学再认识　　第一章　毛泽东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
理论，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实践的理论、应用的理论。
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就是理
论应用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出独具特色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的应用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两次历史性飞跃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
。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深入研究毛泽东关于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总结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的诞
生地在欧洲，当把它用于指导全世界不同国家的革命实践时，是否需要民族化呢?这是大有歧义的。
时至今日，国外仍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认为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民族主义的。
然而，铁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也能够中国化，可以说，从马克思
主义传入中国之日起，就开始了中国化的历程。
尽管在其早期，人们尚未明确提出“中国化”的概念，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已
经走上了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探索之路。
在30年代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运动中，有人提到过“中国化”问题，但主要是指“语言要中国化”
，1938年4月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也曾提出过“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问题。
但从现在所掌握的文字资料看，真正从理论的角度对“中国化”作出系统、科学说明的是毛泽东。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基于建党17年以来的经验教训，
明确提出并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他郑重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按照中
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并强调说，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
的问题”。
在这次全会上，张闻天在报告中也表达了与毛泽东相同的观点，并着重说明了“要使组织工作中国化
”的问题。
这次会议以决议的形式号召全党要“学会灵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
斗争中来。
”这表明，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上，在30年代末已经超越了经验性的认识，升华凝结成指导
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原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认识实现了质的飞跃。
自此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就沿着更加自觉、趋向成熟的方向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提出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有着深刻的
社会历史根源，是历史的必然。
　　首先，它反映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极大特殊性对理论发展的特殊需要。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既不同于原来典型的封建社会，又不同于西
方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极大的特殊性。
社会性质的特殊性又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
中国革命只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它既不同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又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社会
主义革命，更不同于以往的农民战争。
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这种极大的特殊性，使得中国的革命必然会遇到许多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
从来没有提出过的新问题，因而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加以中国化，使其变形为中国式的马克思主
义，这一重大课题历史地提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正如刘少奇在谈到毛泽东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时所指出的：“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的科学还不发达等条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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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
立场与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其中有许多是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
提出过与解决过的问题，在这里是以农民为主要群众（而不是以工人为主要群众），反对外国帝国主
义的压迫和中世纪残余（而不是反对本国资本主义）——这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
这绝不是如某些人所想的，只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加以熟读、背诵和摘引，就可成功的。
”从毛泽东1930年提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到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标
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熟谙和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
　　其次，它昭示了我党对异域文化相互交融这一发展规律的自觉体认。
经典性的马克思主义诞生于与东方文化截然不同的西方文化的土壤。
因此，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的过程，从文化发展的层面上来看，它在实质上是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相
互选择的过程。
众所周知，任何形态的文化都具有一定的时空结构，在时间维度上，它具有时代性特征，在空间维度
上，它具有民族性特征，是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
不同文化系统在各自演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同步性，由此造成了不同文化之间在历时性展开过程中的
时间落差，从而形成了异域文化之间的势位差。
当一种文化处于低势位的时候，它的时代性要求就被凸现出来，成为文化发展的迫切追求，同时也决
定了高势位文化向低势位文化扩散、传播的必然趋势；相反，当一种文化处于高势位的时候，文化发
展的首要任务就在于强化和重建民族性的方面。
这是文化发展和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相互交融的一般规律。
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文化史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是近代文明充分发展的产物，在这个意义
上，它标志着近代文化发展史上划时代的确立，是近代文明孕育出来的时代性最强的先进文化。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其实质乃是文化的时代性挑战。
青年毛泽东和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艰难的文化选择中，都把文化的时代性置于首位，毅然选择了
处在时代最前沿的马克思主义。
而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取得了明显的实践效应，并在文化领域中取得了指导地位的时候，中国
文化发展的主要任务便开始由时代性转向了民族性方面。
因此，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提出了“中国化”问题，完全合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史逻
辑，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异域文化相互交融一般规律的自觉体认和纯熟应用。
　　再次，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加广泛应用和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
从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到“中国化”问题提出以前，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先驱和一大批
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积极努力下，马克思主义越来越为中国无产阶级所认识和掌握，并日益成为
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
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应用于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早在20年代就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对于
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然而遗憾的是，毛泽东的这些光辉思想当时并没有在全党占统治地位，占统治地位的是本本主义、教
条主义。
艾思奇在谈到这段时间理论研究问题的状况时就曾明确指出：“由于抗战以前的特殊情形，理论研究
与实践斗争的某些脱离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
这样的脱离现象，使理论的研究基本上始终限制在介绍性质的，书本式的，通俗化性质的活动范围内
”。
在这种情况下，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理解和机械搬用的现象严重存在，对中国革命的主观主义瞎指
挥的现象也屡有发生，严重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生机和活力，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
争时期，由于王明的“左”倾路线错误，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
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在抗战开始后，如何在中国革命的实际中进一步广泛应用马克思主义，并在应
用和斗争中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如何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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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发展和把中国革命继续推向前进的内在要求。
　　最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也存在着中国化的内在根据。
毛泽东阐述了三个方面的理由：理由之一，作为国际性与民族性之统一体的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体
现了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的辩证关系。
在这里，国际性即指共性、一般性，民族性即指个性、特殊性。
辩证法认为，共性、一般性寓于个性、特殊性之中，个性、特殊性是一般性的基础，个性、特殊性离
不开共性、一般性，但共性、一般性更离不开个性、特殊性，前者要通过后者表现出来。
这样，作为马克思主义共性的国际性，必然要以作为马克思主义个性的民族性为基础，并以此来表现
自己。
这就说明，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中国化才能在中国表现自己。
理由之二，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这是恩格斯说过，列宁用过，毛泽东在文章中反复强调的一个思想。
毛泽东对这句话如此重视，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道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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